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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恋三年 他只跟“女友”语音通话一次
男子冒充女性身份，诈骗被害人20余万元被提起公诉

    婚恋网站上结识，对女

方“一见钟情”

2020 年 4 月， 曹先生通过某家

婚恋网站结识了一位 30 多岁的离异

女性“李女士”。 在添加对方微信后，

通过每日频繁的聊天， 曹先生逐渐与

屏幕另一端的“她” 坠入爱河， 确定

了网恋关系。

“在网恋期间， 我将我的身份证

拍给‘她’ 看过， 对方最初以验证我

的忠心为由， 要我转账 6800 元给

‘她’， 我在以‘她’ 出示身份证作为

交换的前提下， 将钱转了过去。” 虽

然当时曹先生发现这张身份证照片上

的地址部分并不完整， 怀疑自己的

“网恋女友” 可能并没有如实相告，

但他还是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

选择了相信对方。 即使中途有几个月

的时间“李女士” 突然不再回复曹先

生的任何消息， 仿佛在网络上凭空蒸

发， 曹先生也依旧执着。 他用之前留

过的手机号码继续试图联系“李女

士”， 想要挽回这段感情。

在两人网恋的三年时间里， 双方

从未见过面， 甚至连语音电话也只有

过一次。 但曹先生却没有拒绝“李女

士” 的种种要求。 他不仅多次给出了

支付宝账户登录的实时验证码， 还将

自己的实名信息发给了“李女士”，

允许“她” 将曹先生名下的银行卡绑

定了自己的微信账号。 “‘她’ 能够

登录我的支付宝， 有时候会自己将我

的钱转走。” 同时， 在两人保持网恋

关系期间， “李女士” 一直用投资、

房贷、 车贷、 疫情期间生意不好等各种

各样的借口向曹先生开口要钱。

网恋3年，谁料“女友”竟

是男人

在掌握了曹先生银行账户的诸多操

作权限后， 这位“李女士” 擅自使用曹

先生的账号设置了工资到账直接转入支

付宝的选项。 某天， 曹先生突然发现自

己工资中的 4400 元不知何时被转入到

了支付宝账户内， 他顿时起了疑心。 在

与“李女士” 交涉后， 这 4400 元却仍

然没有被转回， “李女士” 也辩解称自

己并不知道钱款的去向。 最终， 这笔不

翼而飞的钱款成为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

索， 过往积攒下来的一切怀疑与猜测渐

渐浮出水面， 曹先生选择赶往派出所报

案。

经查， 霍某某在 2020 年至 2021 年

期间， 以 30 多岁离异女性“李雨婷”

的人设在婚恋网站上注册账号， 结识陌

生男性。 霍某某到案后供述， 在添加对

方微信后， 他会用伪造的身份与对方聊

天， 逐步赢得对方的信任与好感， 从而

确定“恋爱关系”， 并以此为契机要求

对方购买高价酒或直接向对方索要钱

财。 而被害人曹先生就是霍某某的目标

之一。 “因为我卖衣服亏钱了， 想要用

这个身份找他骗点钱。 我找他的原因主

要就是没钱了， 需要钱还车贷和利息。”

在使用虚构身份与被害人曹先生维持着

所谓“恋爱关系” 的三年时间里， 被告

人霍某某编造归还贷款等理由骗取被害

人曹先生 20 余万元， 所得钱款均用于

个人花销和打麻将。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刘迪雅

如果劳动者入职后未另行签订劳

动合同， 用人单位可否以发过录用通

知书为由， 主张双方已签订劳动合

同， 不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

工资？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某公司不服劳动仲裁结果案， 依

法确认公司向劳动者发送的录用通知

书可视为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并成功组织双方调解。

入职后因出差未补签

劳动合同

2023 年 2 月， 上海某科技公司

向求职者小齐发送录用通知书， 除去

公司和劳动者双方的基本信息， 通知

书还记载了以下内容：

“欢迎加入我公司， 录用岗位：

XX， 试用期 3 个月； 合同期 3 年；

月工资： 试用期 XX 元 （税前）， 转

正后 XX 元 （税前）； 年终绩效奖金

将根据个人绩效及公司经营情况发

放。 报到时间 2024 年 2 月 5 日， 报

到地点 XXX。”

入职后， 双方未另行签订劳动合

同， 薪资待遇正常发放， 五险一金正

常缴纳。

今年 3 月， 小齐提出离职， 并向

金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

仲裁， 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并要求

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及加班工资。 仲裁委认定双方具有劳

动关系， 且公司应支付未签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及加班工资差额。 公司对仲

裁结果不服， 向金山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认为， 双方在录用通知书中

已包含劳动合同所需的必备条款， 劳

资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 应视为双方

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在双方劳动关

系存续期间， 公司按照录用通知书中

的约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用人单

位的责任。 同时， 公司人事多次去往

小齐所在的厂区补签劳动合同， 虽因

小齐在外地出差等客观原因， 合同最

终未能签署， 但公司从未试图通过不

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规避自身应尽义

务， 应视录用通知书与劳动合同有同

样的法律效力。

小齐认为， 虽然公司在入职前曾

发送录用通知书， 但录用通知书更像

是公司向本人发出的决定录用的意思

表示。 同时， 从后续公司人事要求自

己补签劳动合同的做法来看， 二者不

应视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法院：录用通知书可被

视为劳动合同

经审理， 人民法院组织双方进行

调解。 对仲裁结果中双方没有争议的

部分， 即双方在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两方

均予以确认。

同时， 法院向小齐阐明了《劳动合

同法》 第十七条中劳动合同的必备条

款， 并将其与双方提交的录用通知书中

的条款逐一对照。 经对照， 录用通知书

中含有合同期限、 工作地点、 工作时

间、 工资等必备条款， 以文字形式规范

了劳资双方权利义务， 且公司在合同存

续期间一直按照约定发放工资奖金及绩

效， 按时缴纳五险一金， 因此可视为双

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公司无需另行

支付小齐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只需

对先前未确认过的加班工资进行重新计

算。 同时， 综合考虑小齐在职期间的工

作表现， 公司主动提出除加班工资差额

外， 可再额外支付小齐一笔补偿金额，

两笔金额共计 25000 元。 双方对调解结

果表示满意， 目前案件已生效。

实践中， 用人单位会通过发放录用

通知书的形式与劳动者达成用人合意，

但在双方未另行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下， 已签订的录用通知书是否构成有效

的劳动合同， 实践中常常发生争议。 一

般来说 ， 书面劳动合同不限于标准格

式， 只要是文字形式规范了劳资双方权

利义务，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中规

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的， 可以视为已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司法实践中， 会出现录用通知书及

劳动合同对于具体内容的约定不一致的

情形， 视为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对同一问

题进行了新约定， 应适用劳动合同中的

具体条款。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

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

资。” 这项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督促用

人单位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便于发生纠纷

之时劳动者维权所用。 但只要用人单位

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诚信磋商义务， 主

观没有过错， 不负未订之责。

常见的情形有用人单位已经履行磋

商义务或实际交付劳动合同， 但劳动者

故意拖延或无正当理由拒签、 劳动者以

获取不正当利益找他人代签或其他不可

抗力、 意外情况导致未签订劳动合同。

就劳动者而言， 因录用通知书较于

劳动合同而言很难将所有条款涵盖其

中， 在入职后应尽快通过公司人事或相

关负责人签订更为详尽的劳动合同， 对

《劳动合同法》 第十七条中所规定的必

备条款具体内容进行明确。

就用人单位而言， 合法用工是保障

公司正常运转的重要课题， 公司应完善

劳动合同管理制度， 及时与新员工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避

免不必要的纠纷发生， 构建和谐的劳资

关系。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王昊玥

男子霍某某通过假冒离异女性身份， 利用社交媒体

和婚恋网站结识被害人， 以各种理由骗取 20 余万元。 近

日，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 盗窃罪对

被告人霍某某提起公诉。

释法

  在网络交友时， 我们应当始终保

持高度的警惕与理性， 在交友过程中

须谨慎甄别对方身份， 可以通过视频

通话、 社交媒体检查及背景调查等多

种方式验证其真实性。 同时， 对于对

方提出的任何经济交易请求， 都应保

持警觉， 拒绝无理要求， 并核实信息的

真实性。

在交往过程中， 务必保护好自己的

个人信息， 避免泄露给陌生人。 一旦发

现自己可能遭遇诈骗， 应迅速收集证据

并报警求助， 及时止损。

【检察官提醒】

>>>【法官说法】


